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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背景與議題 

    聯合報 2009年 1月 17日的一則新聞：一家涮羊肉火鍋店擅自使用故宮院藏

「元世祖」半身像及「元世祖出獵圖」，遭故宮員工舉發，被追繳了萬餘元影像

授權費（兩圖共 18200元）。故宮為保障權益，公開發出「追緝令」，鼓勵員工舉

發侵權行為。 

    故宮方面則表示：只要在故宮去函後，依法申請補繳圖像使用費，即可繼續

使用圖像。截至目前，從未有一家企業被處以罰鍰。 

    問題的核心是：故宮所謂的「依法申請補繳圖像使用費」，依的是什麼法？ 

    著作權學者章忠信表示：該案例所依據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貴動產衍生品

管理及收費規定」，只是故宮自己訂的「規定」，不是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的法律

或命令，其第一點明定：「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推廣全民藝術文

化教育、宣揚中華文化及妥善管理使用本院藏品圖像資料之衍生品，特訂定本規

定。」 

    而所收的費用 9,100元，也是依這項規定所附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

資料收費標準表」所定標準收取。可說是故宮單方面訂定的收費規定，如果使用

者不付費，故宮也無法律基礎提出訴訟。而因為使用者不是做複製畫，故宮也無

法要求文建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7條規定，對行為人開罰。 

    律師簡榮宗亦表示：著作權法之規定中，著作財產權之保護年限，僅及於創

作人生存期間加上死亡後 50年，超過期限，該著作即成為公共所有，任何人都

可以於不違反著作人格權範圍內利用；且即便為受著作權法保障之著作，亦受合

理使用(Fair Use)之限制。如他人係基於正當理由使用著作，且斟酌其使用之目

的、份量、對原著作價值之影響及原著作之性質等因素可認為未逾合理限度時，

將不構成著作權之侵害。故宮向該涮羊肉火鍋店追繳授權費，是否創設著作權法

對於著作財產權外收取授權費用之機制？或有逾越其母法（文資法）授權範圍之

嫌，實不無值得討論之處。 

    即使是一般民眾上網瀏覽故宮網站，看到心怡之書畫藏品，是否可以下載珍

藏呢？依據故宮網站 Q&A的回答是：「基於網路傳輸速度及故宮既有影像管理政

策之考量，目前網路上所看到的藏品影像，皆不能私自下載。若有需要，可參考

網路上的「相關文字參考資料」，由這些資料中尋找圖版，或者可記錄「文物統



 

一編號」向故宮出版組申請購買圖版。此外，目前已計畫進行網路付費使用功能，

屆時，使用者可透過網路，直接向故宮購買圖版。」 

    網路科技輔以典藏數位化，受益者卻非全民所共享之公共領域。民眾要領略

古典藝術文化、宣揚中華文化，必須承擔違反法規或追繳罰款之風險。 

（二）計畫工作項目與產出 

    本計畫擬梳理相關學術界理論，包含創用 CC等網路運動，對於典藏之公共

領域提出政策建議。短期目標為修改不合時宜之法規，增加商業使用之效益，並

發展公共領域。中期目標為借鑑先進國家等博物館授權經驗，提出適合我國之建

議規劃。長期目標則是使國家典藏數位化成果，貢獻於華人世界與全球人類文明

之更高境界。 

    短期目標之研究主題，主要係分析下列問題： 

1. 如何增加釋出允許商業使用之藏品？ 

2. 如何增加釋出允許無償使用及改作之藏品？ 

3. 如何修改不利於公共領域之法規內容？ 

4. 如何在政府出資協助數位化的情況下，要求一定公開義務的資訊近用政策？ 

5. 以何種方式較能提供典藏機構釋出資訊的誘因與協助？  

    本研究於文獻檢閱之後，擬採用深入訪談法，對於兩岸相關領域之學者專

家，分別進行議題訪談。並針對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規定，蒐集修法建議，以

期能提出具體可行之立法分析。研究過程中將舉行研討會及公聽會等，彙整專家

及各方實務見解，提出政策與立法建議。 

（三）計畫預期效益 

    本研究對文化資產保存法與我國文創產業競爭力有重要影響，研究成果的立

法建議若經採用，將可增加釋出允許商業使用之藏品、增加釋出允許無償使用及

改作之藏品，進一步使公共領域成為自由文化的動力。 

 

 


